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洛惠渠灌区地形受黄河
、

渭河
、

洛河和谏水河冲积影响
,

形成三极阶地
,

地势由北向南

倾斜
,

南北高差达 米
。

每极阶地上都有大小不同的低洼地段
。

微地形起伏不平
,

变化极

为复杂
。

这些洼地往往成为地表径流与地下径流汇聚和盐碱地分布的地区
。

灌区地下水流向总的来爵由北
、

西北 向南
、

东南方向流
,

井与地表坡度大略一致
。

坡

降
,

至
,

地下水深一般在 一加 米
。

地下水埋藏深度小于 米者占总面积

的 务
,

一 米占总面积 主 多 一 米占总面积 多
,

其余为大于 米者
。

地

下水矿化度 克 升占总面积的 多
,

一 克 升占
,

一 克 升占 多
,

一

克 升占
。

主要属氯化物
一
硫酸盐及硫酸盐

一
氯化物水

。

灌区气候条件适宜一般农作物生长
。

全年无霜期 加 天
。

年降雨量 斗 毫米
,

降雨

集中于 一 月 年蒸发量 , 毫米
,

为降雨的 倍弱
。

年平均温度 丘 ℃
,

最高 ℃
,

最低 一 ℃
。

按机械粗成来现
,

灌区土壤多为壤土
,

其次为砂壤土
。

其中粘土占总面积 多
,

粘

壤土占
,

壤土占 多
,

砂壤土 多
,

砂土为  多
。

一般透水性弦
,

容重 一

之简
,

适宜于种植小麦
、

玉米
、

棉花及豆类等作物
。

灌区于 斗 年开始修建
,

解放后于 年开始灌溉
。

自开灌以来
,

农业生产获得显

著的提高
。

但由于历年来地下水位上升
,

一些地方发生次生盐化
,

使盐清土面积扩大
。

现

就洛惠灌区历年来的查料对土壤及地下水盐分累积进行分析如下
。

一
、

洛惠渠灌区盐碱地的分布及产生原因

灌区盐碱地面积占灌溉面积 多左右
。

主要分布于如下几种地区

干
、

支渠道两侧 图 中 区
,

除总干渠外
,

东一干南侧的西渠头 中干渠的长家

坡
、

西小坡等地也有不同程度的发展
。

这种盐碱地的产生多半由于渠道的渗漏水抬高了

当地含盐的地下水位
,

由渠道两侧某一段地下水坡降较援
、

地下水位较高的地方起
,

开始

盐化
,

并逐渐向外扩张
。

盐化程度和面积随翰水时简增长
、

流量加大而增加
。

源坎边椽
,

三极阶地与二极阶地嘟接地方
,

或二极阶地与一极阶地嘟接地方
,

往往

产生盐化
,

如铁镰山南麓东
、

西汉村至西渠头一带
,

周家寨一斯罗寨等地 图 中 区
。

这些地区由于地表高程突然下降
,

地下水位接近地表
,

盐分翘过蒸发而累积
。

离源坎豹

一 米地带最为严重
。

这与地下水坡降变援
,

出流较慢有关
。

东西汉村
、

西渠头
、

长

家坡等地的盐化不仅是由于处在源坎边椽地下水位高的椽故
,

而且还受干渠渗漏的影响
。

洼地周边
,

如大耗营
、

张贺二洼
、

盐池洼等地 图 中
、

区
,

敲地区中央低
、

四

周高
,

地面水及地下水汇聚
,

常有积水
,

有的成了盐湖
,

有的地下水位处在 米以上成为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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泽地
。

地下水流无出路
,

日益浓精

升
,

盐化面积有所扩大
。

洛惠渠灌区盐碱化地区示意图

矿化度变 高
,

并逐渐影响周围土地
,

随着地下水位上

沿洛河岸边零星分布的盐斑地
,

面积豹有 , 余亩
。

二极阶地中的低
、

平
、

洼

地也出现一片片的盐斑地
。

以上地区盐化的发生都是由于合盐地下水抬高所引起的
。

几年来 。一 米地下水等

深袋面积不断增加 表
,

相应地盐化面积也不断扩大
。

表 地下水等深麟面积枕针 单位 市亩

漏俞巡巴…
  

夕

斗
。

夕

盐化勘测面积由洛惠渠管理局灌溉科供给
。

地下水上升原因有三  灌溉水的渗漏补抬地下水
,

从历年来水量平衡针算可看

出
,

灌溉水补抬地下水量达 一
,

万立方米
,

占总补抬量的 一 界 各极

渠道的渗漏补始地下水
,

每年达 , 一, 万立方米
,

占总补抬量的 一 务 集

中降雨和灌后降雨也大量补拾地下水
,

占总补拾量的 卯一 多
。

由于地下水上升
,

超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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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地地下水临界深度
,

盐分开始累积地表
,

天长 日久发展成为盐碱地
。

二
、

洛惠灌区地下水盐分累积特点

在总干渠蔡村一带
,

地下水盐分祖成中
,

了始胳比
一
大 图

,

随残余物合量

增加其差值更大
。

尤其是残余物舍量高于 克 升后
,

犷增加更快
。

犷的合量在

一 克 升之简
。

犷合量更少
,

不超过 克 升
。

大蚝营区为三极阶地中的低洼地

区
,

地下水祖成也是以硫酸盐和氯化

物为主 图
,

不合量一值比

要高
,

而且几乎成值筱式的增长
。

当

蒸干硬余物含量达 克 升时
,

增长

速度有减援趋势
,

子和 犷的舍

量都很小
。

张家洼一斯罗寨区一带属源坎边

椽
,

地下水祖成 图 斗 虽也是以硫酸

盐氯化物为主
,

但
一
含量比 不稍

大
,

两者均随蒸干残余物合量增加而

,

未长咧如咔娜

蒸干残余物 克 升

图 总干渠蔡村区地下水矿化度与离子含量关系

七二

勺匕‘飞

八欲积如酬镶咔

 之乙 乙 吕

蒸千残余物 克 升

大凭营区地下水矿化度与离子含量关系

值梭增加
。

子
、

犷合量都不高
,

且一

直随夔余物合量增加而下降
。

夏家庄一盐池洼地区的地下水粗成 图

, 一
含量几乎成值筱增加

,

当地下水矿化

度为 克 升时
,

不比
一
多

,

但当地下

水矿化度大于 克 升后
, 一

比 犷多
。

子稍多
,

但含量平稳不大变化
,

孑含

量很微小
。

这个地区的地下水出流不惕
,

水深

豹为 一 多米
,

由于地势甚低形成长条形的

盐湖
,

矿化度一般豹 克 升
,

最高可达

件
未火帜如喇伟姐

一一一一一一二之巡召至
二

月当司叫
,

不帜喇如摊咋

蒸干残余物 克 升

图 张家洼一斯罗寨区地下水矿化度与离子含量关系

蒸干残余物 克 升
图 夏家庄一盐池洼地下水矿化度与离子含量关系

地下水盐分由洛惠渠盐碱地改良试验站化验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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克 升以上 四周地下水向湖区汇聚
,

水量消耗全靠水面蒸发
。

湖水中的离子变化基本上

与地下水变化一致 图
,

当蒸干凌余物合量在 克 升以下时
,

犷比
一
大

,

往后 犷

不再增加
,

而
一
呈值梭上升

。

移

未、帜酬如由摊

卜
洲
〔

、电

一卜卜卜 , ‘‘令, 令, , , , ,

一巨
一

日 目加 竺经巴巴竺

加大 唠

 

犯习加大 倍

 

蒸千残余物 克 升

图 湖水矿化度与离子含量关系

总括以上四个盐碱地区地下水盐分累积情况
,

可以靓明洼地中地下水多属硫酸盐
一
氛

化物水
,

洼地边椽则多氯化物
一
硫酸盐水

。

地下水的盐分累积大体可分成两个阶段
,

首先

是氯化物
一

硫酸盐型水
,

然后盐分逐渐增加
, 一

增大而 了惭渐达到其溶液鲍和状态
,

而

形成硫酸盐
一
氯化物型水

。

三
、

洛惠渠灌区土壤盐分累积特点

总干渠蔡村区的土壤盐分粗成 图 以 不占优势
,

但当土壤全盐量达 一 多多

时
,

犷不再增加
,

而
一 糙擅增长

,

井有超过 不的趋势
。

犷变动范围不大
,

介于

一 毫克当量 克土
,

无 子累积
。

大耗营区的土壤盐分粗成中 图
,

犷一值迅速增加
,

在夔余物含量达到 一

洲权。。之喇翻帜砌喇如咔摊

蒸干残余物

图 总干渠蔡村区土壤盐分含量与离子关系

张家洼一斯罗寨区土壤盐分粗成中 图
,

之后
,

Cl

一的合量也开始迅速

增加
。

H C O 了 略有下降
。
阳离子中

N a+ + K 十 随竣余物合量增加而 增

加
,

并在阳离子中占优势
。

c
a

++

、

M
g
++ 含量较低

,

累积不甚显著
。

粽观全区土壤及盐拮皮的盐分

粗成
,

都以硫酸盐为主
,

表层合量特

别高
。

大荔农踢一站附近有一个盐

土剖面
,

因地下水矿化度很高 (22

克/升)
,

土壤剖面中接近地下水的

土层盐分含量也较高 (图 9 )
,

靓明

土壤盐分聚集与地下水合盐量的密

切关系
。

的含量一值是因土壤合盐量的增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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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增加
,

土壤合盐量超过 1务 时
,

Cl

一
增长更加迅速

。

加也较援慢; c
a
++ 和 N a+ 的含量都较高

,

5 0 不的含量一直是比 Cl 一
少

,

增

毫克当量/100 克土

N a+ 的增加有逐渐减援趋势
,

可 能 与 ca ++
、

M
g

++ 显著增加有关
。

5000
�兴国�侧联

蒸干残余物(% )

图 8 大烧营区土壤盐分含量与离子关系

「「「潇洲斗斗

乓乓乓月湘湘
即即即月月

绷绷绷绷绷‘U,.
8
月呀

�书祝0三\喝箭长砌)如喇咔铭

图 9 大蚝营区土壤剖面盐分组成

00,
64

,一

�长叫。。之竭翎帜磅�妈如十摊

蒸干残余物(% )

图 10 长家坡斯罗寨区土褒盐分含量与离子关系

现以采 自西小坡以南的粘厦土剖面(图 1 1) 为例可兑各离子在地表 40 厘米以上强烈

积聚
,

尤其是 Cl 一 、

N a+

、

ca ++ 最为显著
,

表层合盐量可达 1
.
5%

。

夏家庄一盐池洼一带地下水较浅
,

土壤盐分较高
,

土壤盐分祖成中 (图 12 )
,

5 0 犷
、

Cl

-

都随蒸干凌余物合量增加而增高
,

但 50不 比 cl 一
合量较多

。
H c o 犷合量较少

。

由以上四个地区土壤盐分累积的特点
,

可以总拮如下
:
(l) 离子祖成中

,

以 Cl 一 、

5 0 犷

为主
,

H C O ; 含量不高
,

几无苏打 (c o 豹 出现
。

(
2
) 灌区次生盐清土的盐分主要累积在

0一40 厘米
,

特别是地表 。一10 厘米
,

往下变化不明显
。

(
3
) 土壤盐分累积基本上与地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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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—一

毫克当量/100 克土

议议议

隆隆隆隆

(带国�侧张

水盐分累积是一致的
。

若地下水属氯化物
一
硫酸盐型

,

土壤也属氯化物
一
硫酸盐型;若地下

水属硫酸盐
一
氯化物型

,

士壤也属硫酸盐
一
氯化物型

。

前者如大耗营区
、

盐池洼区 ; 后者如

张家洼一斯罗寨区
。

由此益觅灌区土壤盐清化是 由舍盐的地下水引起的
。

灌区地下水和土壤中盐分的来源是个

值得研究的简霆
,

一般敲为 由岩石风化而

产生盐类
,

由地下径流携带至低洼地区
,

翘

蒸发而聚积于地表产生盐化
。

洛惠渠灌 区

北濒敛镰山
,

地下水由北向南流
,

敛镰山岩

石风化所形成的盐分可流至低地
。

从敛镰

山顶打钻
,

取深至 40 一60 米的地下水
,

其

矿化度为 3. 8一4
.
7 克/升

,

主要是硫酸盐氯

化物钠镁水(表 2 )
。

根据地厦部阴的研究
,

洛惠灌区位于三阴湖范围之内
,

地层厚度

达 200 一30 0 米
,

仍未兑基岩
,

而且物厦粗

成很不一致
,

地厦成因主要以湖相为主
。

根

夕b,‘几�
j任

�洲帜。。之咧翎权砌�如摊咧伟

图 12

0
.
4 0

.
8 1

.
2 1石 2刀

蒸干残余物(% )

夏家洼盐池洼区土嚷盐分含量与离子关系

据 18 0米深钻孔混合水厦分析的拮果(表 2 )
,

深层地下水也会有一些盐分
,

对土壤盐化也

起到一定的作用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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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2 深层地下水的分析(陕西省水利厅设计院分析)

铁镰山黄土高原 灌 区

地下水层深度(米) 40一60 180
。
H

}

:
.
:

{p H

}

入 3
{

“
·

8

总矿化度 (克/升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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